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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速递 

探高校，增情谊 访校友，叙往事 

——东华大学研究生会赴陕西省暑期社会实践团 

8月 12日，东华大学研究生会赴陕西省暑期社会实践团来到了

十三朝古都——陕西省西安市开展调研寻访活动。实践团队希望通过

此次调研交流活动，促进东西部高校的了解和交流，为兄弟高校之间

的团学工作开拓新的局面。同时，实践团对西安地区的东华大学校友

开展了寻访活动，也希望以此为契机，让后辈们了解校友们的现状，

并学习校友身上表现出优秀的东华品质，真正做到“崇德博学，励志

尚实”。 

经过短暂的休整，实践团立刻开展了实践项目的第一项重要任务

——高校交流。8月 13日，实践团一行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访问研究

生会，双方就各自在团学工作上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。会

上，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苏翔介绍了西安交大研究生会的组织

架构，曹萍等副主席分别介绍了西安交大研会的一些特色活动。东华

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何路代表实践团首先感谢了西安交大研究生会的

热情接待，之后介绍了东华大学研究生会的基本情况，丁作伟等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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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分别介绍了东华大学研究生团学的品牌活动。随后，双方代表就具

体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，并就学生代表委员会制度、学生维权以及

新媒体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，双方从讨论中都受益匪浅。

东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张晓冬谈了自己的体会，希望两校乃至东西部的

高校能多开展此类交流活动，也对校际间未来的深入交流提出了希

望。会议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。次日，实践团队员在西安交大展开了

关于研究生就业观创业观的问卷调查，西安交大的同学积极配合，保

障了实践团能够取得第一手的调研资料。 

8月14日下午，实践团来到西安工程大学，拜访了东华大学94

级校友、西安工程大学张茂林教授。张茂林校友回忆了在东华求学的

那段青葱岁月，作为一名纺织专业的毕业生，他毕业后来到了西安，

留在了当时还名为西北纺织工学院，后改名西安工程大学的校园。他

对实践团的同学们讲述了纺织专业的现状，同时对实践团成员强调了

责任心的重要性，也谈到自己在东华那段难忘的求学生涯。此外，他

希望实践团能够协助进一步整合西安地区东华校友的资料，从而为东

华大学校友间能有更多的机会展开交流创造条件。 

8月 16日，实践团一行来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，同西安电子

科技大学研究生会进行团学工作交流。陕西省学联主席、西安电子科

技大学研究生会主席靳振华代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欢迎了实践团全

体成员。在交流会上，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概况。西安电子科

技大学作为一所专业特色鲜明，同时处于文化古都西安的一所高校，

东华大学的同学们向他们了解了该校如何利用专业特色办学和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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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西安古文化发挥区域高校引领作用等问题。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也就研究生代表大会及相应的提案制度，应届毕业生创业等问题向东

华大学研究生会暑期实践团进行了咨询。实践团随后在西安电子科技

大学进行了问卷调研，顺利结束了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实践项目。 

简短的几天时间，实践团队员和西安的两所高校研究生代表进行

了深入的交流，双方都对对方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，也都从对

方的品牌特色活动中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经验，为东华大学和西部高校

研究生团学组织的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此外，对校友的采访不仅

能让老校友们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怀，同时也能让在校学生受到他

们的激励，能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负众望，让青春闪光，为东华

添彩。 

 

实践纪实 

布依村落  蜡染传奇 

——化工生物学院赴贵州安顺社会实践团 

8月11日，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“蜡笔生花，靛染五彩”实

践团来到了有着“蜡染神话”称号的石头寨。队员们一起参观了布依

族的传统蜡染制作并亲自进行实际操作，大家共同体验制作的快感，

感悟石头寨的生活与气息。 

石头寨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安庄乡，南距黄果树瀑布约6公

里。它依山傍水，四周群山秀丽，寨前田连阡陌，寨后绿树成荫。走

进石头寨，就会发现自己仿如走进了石器时代。触目所及，皆是石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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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世界。街道、小桥、院墙房屋、阶梯，屋子里的桌、凳、盆、磨等，

无一不是石头做的。 

一个石头构成的世界，难免让人觉得单调，好在布依族服饰给这

个寨子增添了色彩。走在寨子里，随处可见穿着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和

小孩。他们热情的和队员们打招呼，还自觉的充当了我们的向导，带

我们走进了“蜡染一条街”。一位当地人告诉大家，在这里妇女们缠

头布上的花纹，衣衫裙袖上的点缀，全部是巧手蜡染而成。沿着寨子

一直走，沿途还发现，无论是坐在树下乘凉的，还是依傍在家门边的，

甚至是做景区接待的小姐们，手中都必定会拿着一块棉布，熟练地把

用铜片制成的蜡刀，从放在炭炉盆保暖的瓷杯里，蘸上熔化了的蜡，

不用画什么底图，就直接往棉布上描绘出自己想要的图案。如此熟练

的工艺，也只有从小开始的训练，方能培养到。 

石头寨里还有一些由石屋堂屋改造成的“蜡染展示厅”。里面展

示了各种各样的蜡染制品，有衣服，挎包，还有一些艺术品。在这里

大家有幸见到了展厅的李阿姨，她为我们展示了蜡染制品是怎么蜡成

的。只见她用铜片做的蜡刀蘸取融化后的蜡液，在白布上绘出花纹图

案。手指头一弯，一朵美丽的花就开放在白布上面了，手指头再一转，

一只云雀早就栩栩如生般飞在枝头⋯⋯让人惊奇的是，她们蜡染根本

不需要打底稿，下刀的手也非常稳。当大家问到蜡染的工艺时，她说

到：”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有染缸，把蜡液画过的布放到蓝靛缸里浸染，

有蜡的地方不会着色，然后经过煮沸脱蜡、漂洗等程序后，一幅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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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就完成了。说完，她还教大家亲手去尝试“蜡”一回，让大家也

体会一下制作的快感，感悟一下石头寨的生活与气息。 

一天的行程结束，无法忘怀的是石头寨优美的山水以及他们纯熟

的蜡染工艺，这些富有布依特色的文化因素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。

对于石头寨的村民，蜡染与其说是一种高雅深奥的艺术，还不如说它

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“技艺”。希望这项传承了千年的传统工艺

会在他们生息繁衍了数百年的这方乐土上，创造性地延续布依文化的

奇迹，延续“中国蜡染之乡”的传奇。（化工生物学院/林辉敏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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